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钢琴套曲《我的歌》音高结构解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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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《我的歌》是当代作曲家盛宗亮于1989年应美国钢琴家彼得·瑟金(Peter Sorkin)委约而作，由四首钢

琴曲组成，此曲英文名My Song的中文谐音是“脉——声”，寓意脉搏之声。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

重大转折时期，在延续民族化的同时，作曲家们开始寻求借鉴西方现代作曲技法。这部钢琴套曲主要采用了以“五

声性四音组”和两首中国民歌素材为基本结构成分，通过个性化的对位结合、民歌素材与复合和弦的结合、多重调

式、调性的处理以及频繁的宫调系统转换等手法，在保留中国五声性特征的同时，作品还具有了新时期的时代特

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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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五声性四音组”的个性化运用

刘康华先生在《二十世纪和声基本结构成分及

其衍生的音高关系体系》一文中提到，“以音组为基

本结构成分而衍生的音高关系体系，意味着其组织

音高的思维主要在于通过发展特定的音程集合体来

发展乐思，而不管音高材料是垂直形态、水平形态还

是斜向混合形态，它们都受特定的音程集合体的控

制。由于该体系以作曲家选定的音组为中心成分，

因而也可称其为中心音组技术。”⋯钢琴套曲《我的

歌》一共分为四首，其中第一首和第三首，作曲家选

择了以“五声性四音组”作为音乐发展的核心材料，

通过多样化的音高组织创作技法和节奏、力度、时

值、音响等技术处理，使音乐既有浓郁的民族性特

征，又不乏现代音乐色彩。

1．“五声性四音组”的音高结构特征

谱例1一：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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谱例1一a是“五声性四音组”在第一首乐曲中

的表现形式，谱例1一b是第三首乐曲中的表现形

式，它们的音高基本结构成分是：6D、6E、6G、6A。运

用五声性音高材料进行创作是获得民族风格最基本

的条件之一，而6D、6E、6G、6A这四个音就是构成整

曲音高关系体系的中心音组，也是该曲旋律发展的

核心材料。由于这个五声性四音音组中没有大三度

音程，所以出现了宫音的不确定。若将此音组向两

端五度扩展，就会产生含有大三度音程的音列，那么

它就有以下几种宫音系统的可能：6D宫调系统、6G

宫调系统、“C宫调系统。因此我们可以认为，乐曲

在一开始出现的四音组纵向叠置的和弦，实际上已

经奠定了五声性风格基调，并且作为旋律发展的核

心，体现了作品的“中国风格”。

谱例2

“在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中，五声调式及以五

声音阶为基础的调式占有重要地位。”五声音阶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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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确立了音阶内各音级间的音程关系，如谱例2所

示，将四音组按五度相生的次序排列观察可以发现，

这四个音本身存在于6G宫调系统和“C宫调系统，

并且全部是正音。四音组向下五度扩展一个音得

到6C宫调系统，五个正音分别是6C官、6G徵、5D

商、6A羽、6E角。四音组向上五度扩展一个音，得

到6G宫调系统，五个正音分别是6G宫、6D徵、“A

商、6E羽、6B角。四音组向上连续扩展两个五度，

则是6D宫调系统，形成出现一个偏音清角的六声音

阶，分别是6G清角、6D宫、6A徵、“E商、6B羽、F角。

2．“五声性四音组”的横向运用及其衍生发展

谱例3

上谱例摘引于第一首乐曲开始部分，高音声部

音高材料除了模仿滑奏的倚音之外，从横向观察来

看，骨干音只有6D、6E、5G、6A四个四音组内的音，没

有出现任何偏音。乐句的尾音为6D，具有暂时的主

音作用，但由于角音的缺位，宫音不确定，使调式具

有不确定性，既可能是6D商调式，又可能是6D徵调

式。结合黎英海《汉族调式及其和声》中“宫音常

在”[2]‘H2’的理论，判断该旋律更偏向‘D徵调式。

谱例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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谱例4摘引于第三首乐曲，主题旋律同样是建

立在中心音组基础之上的。音高核心材料只有四个

音，旋律以递增的手法，每次增加一个音，最终实现

了作品中构成音高基本结构成分的五声性四音

组：6D、6E、6G、6A。由此判断，该部分的调性是处于

游移状态。

3．“五声性四音组”主题的纵向结合形态

作为横向旋律的核心素材，“五声性四音组”同

时也是纵向多声的基础，第一首乐曲通过东方典型

的支声复调手法铺衍而成。支声复调源于民间音

乐，“支声音乐是一种单声与多声混合性质的织体

型，具体表现为声部进行中同音重合与异音分离的

相互交替。支声音乐注重声部横向的旋律性与个

性，但并不特意追求声部结合中的独立性，因而在

声部结合的总体上具有彼此依附、高度统一的主调

性效果。”∞’

(1)对位化的结合形态

不同声部的横向关系叠置构成了纵向复调性对

位的结合形态，伴随着横向旋律的不断变化发展，纵

向声部间的复调性对位也被广泛应用。在钢琴套曲

《我的歌》中，主要运用支声式与对比式的结合形

态。

a．支声式的对位结合形态

支声式的对位结合是多声部音乐中最为常见的

一种结合方式，它具有特殊的音乐形态，使声部之间

彼此依附、彼此结合，同时又各自具有独立性。支声

式的对位既有同音的重合，也有不同音调的变化分

离，推动音乐发展。

谱例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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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谱例是第一首作品开始部分，运用了典型的

支声复调创作手法，前半部分上下两声部是相隔两

个八度的同音重合，后半部分上下两声部虽然有不

同音调的变化分离，但声部间却有着相同的起点。

低音声部开始部分与高声部旋律线轮廓基本相似，

运用支声复调的创作手法使两声部互为变奏。乐曲

和声较平稳，两声部采用不同的调式，上方声部

是“G宫系统6D徵调式，下方声部是6D宫调系统。

作品中模仿民间音乐韵味的装饰音创作手法，也使

音乐增添了很多自然风情和民族色彩，谱例中还原

G音在演奏说明中，作曲家要求演奏者设法模仿滑

奏的声音效果，短音符的时值必须精准演奏，长音符

的力度稍强于短音符。模仿滑音的演奏，增加了音

乐流动性，以此表现中国传统音乐的意境美。

b．对比式的对位结合形态

不同旋律的纵向个性化结合是对比式对位的显

著特征，它摆脱了纵向和音进行的控制，使音乐表现

得更加自由灵活。

谱例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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谱例6是第一首乐曲中二声部对比复调的运

用，以五声性四音组为基本结构编写旋律的二声部

对比复调，作曲家运用两个不同节奏的旋律线，上方

声部是。G宫调系统，下方声部从前一乐句的“D宫

调系统暂转到。G宫调系统，又迅速转回6D宫调系

统，丰富了旋律色彩，形成不同主音的对比。

(2)多重调式、调性的结合形态

多重调式、调性相结合的音乐创作手法在整套

作品中被广泛应用，不同调式调性间的相互碰撞，提

高了音响紧张程度，也体现了作品的现代风格。

谱例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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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谱例是第一首作品中运用多重调式调性相结

合手法进行创作的典例，高音声部中明确出现了四

音组之外的6B音，与之前以倚音形式出现的6B音

意义不同，它使6G宫系统五个正音6G、6A、6B bD、

6E完整展现出来，大三度(6G——6B)宫——角关

系确立，乐句主音也是末尾音6A，确定了旋律为6A

商调式；中声部6C宫系统的五个正音6G、6A、“C、“D、

6E也得到完整展现，大三度(6C——6E)宫——角关

系确立，尾音落在6A，旋律确定为6A羽调式；低音声

部旋律音有6A、6B、6D、6E、F、6G六个音，出现了6D

宫调系统角音F，也出现了6G宫调系统角音6B，

但6G宫调系统偏音F音出现在强拍，6D宫调系统

偏音6G出现在弱拍，旋律感更倾向于6D宫，因此低

声部确立为6D宫调系统6E商调式。作为乐曲高潮

部分的尾声，多种不同调式调性的复合创作手法，增

强了各声部的独立性，和声紧张度程度提高，音响效

果带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特征。

二、中国民歌素材与现代技法的多样化结合运

用

采用民间音乐素材与现代技法相结合的创作形

式，是新时期钢琴音乐创作的显著特征，在整部作品

中，第二首和第四首乐曲的音乐素材来自于传统民

歌。从创作角度上可以看出，作曲家既想要保留民

族神韵，又希望将新的作曲技法语言构思融汇其中，

使其更具有时代性。

1．中国民歌与个性化复合和弦的结合形态

第二首乐曲旋律来自幽默、轻快的四川民歌

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，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复合和

弦，既增加了音乐中和声的色彩，又保持了鲜明的民

族特性。

谱例8

——一——～ ● ●

膨i’．·’．·’．一”，，，’．·’一’，’，·“’·

喝}l，o!o．?o．·?7．?≯?，．?·⋯i，．j’拦驰皇皇兰—二二}
．一———J～停飘，?■．??j．?； 彰7．77 l，．·一．．???，{1。皇兰邑j童暑邑暑量兰J詈言釜耋量鲁

{霉釜需j需一霉‘
谱例中运用的是“E宫系统内相距大二度关系

的复合和弦，F商调式。横向进行全部为纯四、纯五

度音程，省略三音的大三或小三和弦。上方声部的

音程排列与民歌主题密切相关，多以旋律音为根音，

如前三拍便是以F音为根音的五度音程，后四拍是

以G音为根音的五度音程。下方则是与上方声部

构成大二度的五度音程分解，如上方是F五度音

程，下方是6E五度音程。

2．中国民歌素材的调性频繁转换

“调性的频繁转换是自然框架内协和和声相互

作用而形成的有一定和声目的的运动。这种运动是

功能调性形成调性音乐各种表现方式的动力。”①作

曲家在五声性调式的基础上，通过宫调系统的频繁

转换来实现调性扩张。

谱例9

①乔尔·莱斯特：《调性的解体》(《调性和声》第33章)，郑英烈译，《黄钟(武汉音乐学院学报)》1987年第4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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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谱例是第二首乐曲中宫调系统频繁转换的运

用，以两小节为单位进行一次转换。第一行旋律为

B、E、’c、’F、。G五个正音构成的E宫调系统，第二

行转换为上方五度B宫调系统，两小节后又转换

为6G宫调系统。民歌素材的不同调性频繁转换形

成调性色彩对比，增加了乐曲的张力，使旋律更加丰

富。

3．中国民歌素材的多重调式、调性处理

第四首乐曲相当于整部作品的尾声部分，作曲

家选择了以陕北地区的抒情民歌《三十里铺》为音

乐素材，并将第四首乐曲命名为“乡思”(Nostalgia)，

来表达自己对祖国故乡的思念之情。

谱例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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谱例中上方声部为C宫调式，第一行旋律中只

出现了C、D、G、A这四个音，第13小节第二拍E音

的出现使c宫调系统五个正音完全展现。下方声

部的旋律同样来源于民歌主题的材料，开始部分同

样只出现了四个音，直到谱例第14小节的尾音。A

的出现，才确定了。F宫调式。

三、结语

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重大转

折时期，结束了建国后以钢琴改编曲为主要创作题

材的艺术形式，音乐创作进入多元化时期，五声性民

间音乐素材与西方现代技法相结合的创作形式，成

为新时期钢琴音乐创作的显著特征。作曲家开始思

索如何运用民间音乐素材与多样化的西方现代技法

相结合，使作品在具有民族风格的同时，又具新时代

艺术特征。

在总谱前言中盛宗亮写道：“我希望通过自己

的‘母语’——东方古典音乐与民间音乐和‘父

语’——西方古典音乐来发展自己的调性概念。”本

文通过对这部创作于1989年的钢琴套曲《我的歌》

中“五声性四音组”作为基本结构成分及衍生的音

高关系体系与两首中国民歌素材运用的解析，感受

到了作曲家在创作时将“母语”与“父语”融汇贯通

的成熟结合。作曲家在创作中所选用的音高素材是

匠心独运的，其创作手法与创作理念既体现了对民

族音乐的热爱与追求，又展示出现代创作技法的独

特风格。整部作品将现代音乐创作风格与中国传统

民间音乐素材有机结合在一起，这不仅只是简单的

文化上的互应，它更展示了新时期中国钢琴音乐创

作的独特魅力，也对当代和声民族化的发展起到了

推动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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